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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连载君子之交
我们平时称赞说，朋友之间的交情不是

彼此都为了个人利益，而且彼此之间相互理
解，互不苛求，不强迫，不嫉妒，一方有困难，
另一方就给以真诚的帮助，不求回报，这样的
交情是君子之交。

“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孔子说：“君子
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君子的行事准则，尊敬别人而
无须别人也一定尊敬自己，关爱别人而无须
别人也一定关爱自己。尊敬和关爱是自己的
事，而被别人尊敬和关爱是别人的事。君子
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必在意别人是否
回报了自己。只要严格要求自己，终究会被
社会赏识的。

“君子之交”的典故源于战国末期的宋国
人庄子的著作《山木》：“孔子问子桑雽（hù）
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
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
疏，徒友益散，何与？’子桑雽曰：‘子独不闻假
人之亡欤？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
或曰：‘为其布欤？赤子之布寡矣；为其累欤？
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

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属也。’夫以
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
祸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
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
离。’孔子曰：‘敬闻命矣！’徐行翔佯而归，绝
学捐书，弟子无挹（yì）于前，其爱益加进。”

这一故事所说的子桑雽为人名。子桑为
复姓。子桑雽是一位得道者。有一次，孔子对
自己在周游列国中遇到的厄运不理解，问子桑
雽：“我两次在鲁国被驱逐，去宋国时，与弟子
在睢阳城外的大檀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
桓魋却要杀我，我带着弟子先行离去，司马桓
魋为消除我的影响，连那棵树都拔了，使我受
到了伐树的惊辱。在卫国被人铲除足迹，在
商、周之地穷愁潦倒，在陈国和蔡国间受到围
困。我遭逢这么多的灾祸，亲朋故交越发疏远
了，弟子友人更加离散了，这是为什么呢？”

子桑雽回答说：“你没有听说过那假（国
名，是晋国的属国，后为晋所灭）国人逃亡的
事吗？林回（人名，为假国逃亡之民）舍弃了
价值千金的璧玉，背着婴儿就跑。有人议论
说：‘他是为了钱财吗？初生婴儿的价值太少
太少了；他是为了怕拖累吗？初生婴儿的拖
累太多太多了。舍弃价值千金的璧玉，背着
婴儿就跑，为了什么呢？’林回说：‘价值千金
的璧玉跟我是以利益相合，这个孩子跟我则
是以天性相连。’以利益相合的，遇上困厄、灾
祸、忧患与伤害就会相互抛弃；以天性相连
的，遇上困厄、灾祸、忧患与伤害就会相互包
容。相互包容与相互抛弃差别也就太远了。
而且君子的交谊淡得像清水一样，小人的交
情甜得像甜酒一样；君子淡泊却心地亲近，小
人甘甜却利断义绝。大凡无缘无故而接近相
合的，那么也会无缘无故地离散。”孔子说：

“我会由衷地听取你的指教！”于是慢慢地离

去，闲放自得地走了回来，终止了学业，丢弃
了书简，弟子没有一个侍学于前，可是他们对
老师的敬爱反而更加深厚了。

这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君子之间
的交情，并不因利益驱使；小人之间的交往，
却多因利益驱使，利益过后，人与人如过眼云
烟。君子之间，不因无利益不互相关心，小人
之间，却多因利益关系而互相勾结。因君子
有高尚的情操，所以他们的交情淡得像清水
一样（指君子之间的交往清清白白，不含任何
功利之心），他们的交往纯属友谊，长久而亲
切。小人之间的交往就不同了，他们的交往
包含着浓重的利欲之心，他们把友谊建立在
相互利用的基础上，表面看起来“甘若醴”，如
果对方满足不了功利的需求时，很容易断绝，
他们之间存在的只是利益。所以与人交往，
要找君子，不要找小人。

“淡”是生活的味道，也是时间验证的朋
友味道；最主要的是“淡”如平静的水，而不是
汹涌的波涛，真正的朋友之间没有大风大浪
一样的日子，能够和气、平安、健康、快乐、珍
惜、信任，像水一样清澈透明的友谊足矣。

例句：“我与他是君子之交，不讲这么多
规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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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是梁孝王依赖雄厚的经济实力所建追芳昔娱、逸兴遣怀的苑囿，
亦成为文人雅士游憩宴集的乐园，风雅一时。郦道元《水经注·睢水》云：

“所谓西园多士，平台盛宾，邹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屡陈，是用追芳昔
娱，神游千古，故亦一时之盛事。”谢惠连《雪赋》载：“梁王不悦，游于兔
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彼时梁
园名流云集，于此吟最华美汉梁诗赋，如《西京杂记》卷四录有“忘忧馆七
赋”。

西汉辞赋家枚乘居梁园，“梁客皆善辞赋，乘尤高”。枚乘原系吴王刘
濞郎中，后因上谏吴王不纳，转仕梁王。枚乘是梁孝王的主要宾客之一，
对梁园的繁华有切身感受。他在梁园作《梁王菟园赋》《柳赋》《重谏吴王
书》。枚乘之赋铺张夸饰，对汉赋的博大恢弘气势有一定影响，对后世的
辞赋创作也有一定程度影响。南北朝时期江淹作《学梁王菟园赋》，就明
确指自己是在学枚乘。

西汉散文家邹阳居梁园。邹阳是齐人，谏吴王不听，遂改投梁孝王。
后遭羊胜、公孙诡等嫉妒而下狱，作《狱中上梁王书》申诉冤屈，释放后为
梁王座上客。《西京杂记》载其忘忧之赋有《酒赋》《几赋》。

西汉文学家司蜀郡人司马相如客居梁园数年，留下“子虚乌有”等著
名典故，及“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等经典感慨。他原受汉景帝武骑常侍
之封，景帝不好辞赋，梁孝王带领诸文士来朝，相如便托病放弃朝中官职，
来到梁孝王门下客游于梁。其名作《子虚赋》即作于梁园。

梁孝王麾下的文士还有庄忌（因避汉明帝刘庄讳，又称严忌），他和邹
阳、枚乘皆先仕吴王，后因吴王谋反，三人上谏吴王不听，“是时，景帝少弟
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
王游”。（《汉书·贾邹枚路传》）其代表作为《哀时命》。此外，文士路乔如于
梁园作《鹤赋》，公孙乘作《月赋》。

“梁园自古文辞盛，解
后怜公有俊才。”西汉时期
作为梁国都城的睢阳城，在
梁孝王治下经济文化空前
辉煌。梁孝王功勋卓著，爱
才又好文学，具有战国四公
子养士之遗风，招贤纳士，
礼遇宾客，加之三百里梁园
之风雅，于是天下“豪俊之
士靡集”，许多人甚至辞去
朝廷及其他诸侯国的官职

“从梁王游”，形成了一个凝
聚力很强的政治文化团
体。这其中最有名气的，文
学游士有邹阳、枚乘、司马
相如、庄忌、路乔如、公孙乘
等以文赋称道，谋士有公孙
诡、羊胜、韩安国等以辩智
见称，儒士有丁宽、田王孙
以《易》学著名，戴德、戴圣
以《礼》学著名。

诸多文士的到来，形成
了蔚为壮观的梁园作家群，
也成就了梁园文化，使梁园
辞赋开汉代大赋之先声，并
为西汉文坛输送了大批人
才。诸多谋士的到来，为梁
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出谋划
策，使梁国的发展步入快车
道。诸多儒士的到来，为梁
国的学术繁荣教育发展躬
耕，使梁国易学、礼学研究
名闻天下。此时，三百里梁
园正是这些文士、谋士、儒
士驰墨骋怀的理想园地。
以至于鲁迅感叹：“天下文
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
也。”这其中，梁孝王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是一个身体
力行的组织者和倡导者。

风雅梁园多奇士风雅梁园多奇士

西汉梁孝王时，梁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居各诸侯国
之首。梁国的学术研究遥遥领先，成为全国的《易》学中心
和《礼》学中心。西汉时，立于学官的“今文十四博士”有六
家与梁人有关，如《易》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
（房）四家，《礼》立大戴（德）、小戴（圣）两家。学者王子今
在《汉初梁国的文化风景》一文指出：“以《汉书》记载为限，
见于《儒林传》的出身于‘梁’的学者，就有梁国人丁宽、项
生、焦延寿、陈翁生、戴德、戴圣、桥仁、杨荣、周庆、丁姓，梁
国砀人田王孙、鲁赐等。可见这一地区文化积累之丰足，
学术滋养之醇厚。”

在西汉，《易》居六经之首，研究者甚多。梁国《易》学
大家有丁宽、田王孙、焦延寿，三人“均是西汉《易》学开宗
立派的关键性人物”。丁宽授学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
雠、孟喜、梁丘贺，各成一家。由此《易》有施、孟、梁丘之
学。在梁国，还有位自成一派的《易》学大师焦延寿，自称
学于孟喜，著作《易林》，其思想被弟子汉代著名易学大师
京房继承和发挥。施、孟、梁丘、京之《易》学，皆根源于梁
国，梁国《易》学代表了整个西汉的发展水平。

梁国的《礼》学在西汉影响颇大，源于梁人戴德、戴圣
的学术影响力。戴德，字延君，曾任信都王（刘嚣）太傅，是
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戴圣，字次君，戴德之侄，官
至九江太守，是汉代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汉宣帝
时，戴氏叔侄之《礼》学都立为今文经学博士，人称大、小戴
之学，代表作分别为《大戴礼记》《小戴礼记》。《汉书·儒林
传》载，“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
世传业；荣琅琊太守”，由是“小戴有桥、杨氏之学”。西汉
梁人戴德、戴圣、桥仁、杨荣均以《礼》学名家，说明梁国
《礼》学之发达。

梁孝王以好士著称，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才思敏捷、善于谋略的谋士，
他们身上浸染着战国时期游士的风气，其中公孙诡最受器重。《史记·梁孝
王世家》载：“（孝王）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
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

之曰公孙将军。”公孙诡为梁国的繁荣发展曾出过很多计
策。公元前150年，汉景帝废太子，窦太后欲立其少子也是
景帝的同母弟梁孝王为继承人，退职养病的谋臣袁盎和一
些朝臣坚决反对，这让梁孝王的皇帝梦渺茫。愤怒之余，
梁孝王怨袁盎阻景帝立己为嗣，指使公孙诡与另一名谋士
羊胜一同去刺杀袁盎等议臣十余人，事泄后景帝追究其
事，遣使至梁国抓捕公孙诡与羊胜，孝王不得已，令两人自
杀于梁王宫中。公孙诡在梁园曾作《文鹿赋》，羊胜曾作
《屏风赋》。

邹阳在梁国时，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士，还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谋士，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当时，梁孝王派人刺
杀袁盎等大臣的阴谋已经败露，引起景帝极度不满。梁孝
王胆战心惊，深恐朝廷追究，危急关头他令邹阳往长安说
服朝廷。邹阳托人让景帝不再追究此事，后来孝王果然没
有被治罪。

韩安国初在梁孝王幕下任中大夫，为其得力谋士，成
语“死灰复燃”就是因他而得。曾帮梁孝王化解几次危
机。七国叛乱时，他和张羽被梁孝王任命为将军在东线成
功抵御吴军，使其不能越过梁国的防线。后来，梁孝王进
出、游戏的排场比拟天子，引起景帝不满。韩安国作为梁
国的使者进京成功游说，并收到窦太后、馆陶长公主赏赐
价值千余金的财物。孝王刺杀大臣事件后，朝廷派使者十
批来到梁国，大搜查月余仍没抓到凶手。后来，韩安国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孝王交出公孙诡和羊胜，“诡、胜自
杀”，事情圆满解决。《史记·韩长孺列传》评曰：“梁事皆得
释，安国之力也。”

文士名流聚睢阳 风雅华章赋汉梁

谋士奇才聚梁都 策论治国助政务

儒士大家聚东苑 经纶满腹论灼见

汉梁文化公园一隅


